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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滩鸣声

序

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委副书记 何冲龙

我区兜史联络组成立后， 史联络组指示精神，皮

用广大罔退休老罔志、党即机关干部末日只怕社会人士，采取;在记\ 珞

\伺机寸J -.J ..l-\/' 厂 t哩苦苦何伊邵阳.黯回归。一批哨:日刀口'i'7IV露在门 官

为发;军贤:51:土{乍资~育人的的能，决定将这些文章陆续编辑出版，

c令 7}(;，班任事》。 这是冷水浦区党史工作阳一件很奇意义的

冷水;难南着光荣的革命斗争悻筑。本书中的大量文情报述了我

时期，在甲国只严党领导下令7}()雄人民日国民

党应油;J~ \ 与外国憬略者悍斗争的 个个班洁事诅，体现了

人\革命回辈在白色恐怖中坚强不屈的革命坚阳性，在枪林弹雨中

j谷m奋茸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悦。这抑 附激励我们照理祖

国\热蒙人民\热爱共产ft\ 热震社会王义。

中毕人民只相田成立以来令7}(;难的建设和顶成烈显者。书

甲的大量文摘记述了冷水滩人民在历届党委\以附的用顿下开展社

会主义建设和破革的奋斗足胁，折射出冷水j班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事

\兜cþ贝利省、市莹的阳示精棚与本地豆豆际相启齿\创

t~可开展工作的科学精神，努力探索\不断总结经验享~ìJII的求实作风，

\励精图j自\战天主↓J;出的实干1副市。服l仅\

经验， ~号码自刀子促进冷水滩的经济1笃飞利j社会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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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不但内自丰富， {本就形式也阳切ffij活泼。节中所收文捕归

采用口忆录佩苟，所达事件都是作者的亲自经历相亲间亲见，很多

事实还进厅了反震查证，因而使人更觉亲切可珊，呵为 J L , 

难得。罔时，书中所收文躏都是记述一个个独立的事件w:过程，

的记iJß果事件的需个来龙去脉\累人成长奋斗的罪个经历;苟的

，所述事例问成一个个生剧的回事，陆恼

，语言兰朴实无华，读来引人入胜，轻松惬慧。

总之，这是一部很奇价值的用情读韧。以旦为1壳鉴往知来，在

全区上下认真贯彻湛科学发展观\DO'快建设潇湘第…阳的3天，

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资版商人\团结拼搏\开拓创新上盼到→恒的

促进作用c

二00九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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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摊位穿-

"五四"时期湘南学联在永州的活动

陈新宪

"五四"时期，我正在水州牒模书院高等班读书。 1919 年 5 月

4 日，北京 5000 余名学生举行空前的爱同大示威运动，火烧赵家楼，

痛打卖国贼;通电号召全|司人民一致奋起"外争同权，内惩同贼

"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-条誓死争同青岛" "抵制日

货"。消息传到湖南，长1少学生奋起卢援，于 5 月 7 日举行国耻纪念

游行，遭到军阀张敬尧武装慎压，更激起各界人士的义愤。接着省

立气师倡议联络衡阳、永州、梆州、桂阳四州教育界为主，于 5 月

15 日通电全国吁请严惩卖同贼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等。衡阳当

时是湖南四州 24 县首府，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又是开爱同风气之先

声。于是从江东岸不断发出十万火急快邮代电。永外|所属八县亦风

起云涌，首先是永州癖读(蜡州)书院毕业班中冲出了一个宁远籍

同学，名叫唐鉴，他是我们高等班的佼佼者，成绩常常独占整头。

当时他带领全校同学上街讲演，散发传单，同时学校也热气腾腾地

开讲演会。这时教草和自修军内外，乃至走廊、食堂、操场各处均

贴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语和漫画，如严惩卖同贼曹、陆、章!废除二

十一条!誓死争回青岛!抵制 H 货!不要 5 分钟热情!等等，全校

师生愤激异常。

大约是 6 月 F甸的一天，唐鉴陪着永州施省同学代表和湖南学

联讲演团来校举行全校师生讲演会。由校长曹吕明主持，唐鉴致欢

迎词。第一个讲演的是一位旅省女同学，她以悲愤的言辞介绍省会

长沙各界的爱国运动，如组织爱同十人四、女子励进会与全省学生

联合会及各界联合会，开展爱同宣传;抵制日货，维护同货，唤起

人民群众爱同热情情况。继由衡阳省主气师代表讲述衡阳组织受罪



…冷水滩他声

卡人团，成立榈南学联和讲演团分赴各地进行宣传，以求同民团结

一致起来挽救同家危亡的情形η 我校历史老师也讲了话。我是同学

中最后一个登台讲演的，当时被感情冲动，忘乎所以，丢掉原准备

好的讲演稿，慷慨陈词，声泪俱下，博得全场热烈掌声，也引起到

会者热泪横流，自己更是泪流满面地走下讲台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

面对数百人讲演，当时受前面讲演人的感动，不觉 11伍场吐出真情实

感，引起群众的共鸣，获得全场的赞誉。自此以后，我便成为学校

对内对外担任讲演的宣传员。

6 月底，零陵县城各界以巾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为主(有部分店

员、少数商人参加) ，在火神庙举行约千余人的群众集会，这是衡阳

湘南学联讲演团和永州旅省学生代表间来组织发动的第一次群众大

会，参加的有永州府立的旗州巾学、零陵县立中学、公立第一高等

小学堂、 3在溪书院全体师生。大会由藏州中学校长)(1)树人主持。第

一个讲演的是朝鲜人金先生，他痛诉韩同被日本灭亡的惨状，最后

一句话是"亡同奴当不得" !他用流利的汉语，现身说法，感人肺

腑。接着是旅省同学代表、湘南学联代表、府中、县中及我校教师

和学生代表相继讲演，激起全场爱同义愤，有人当场撕破日本产的

羽纱衣服和草编子。会后举行游行示威。由我校举横幅大旗领先，

唐鉴领呼口号，经东门、南门、太平门、小两门、大两门、鼓楼街、

府衙门、县衙门、镇守使署，至北门芝山才解散。

从 7 月初起，永州旅省同学代表和湘南学联讲演团联合零陵县

城学校代表组成新剧团，白天在火神庙、晚 t在唐公庙公演新剧本

《亡国恨》和《青岛风云~ (当时老百姓都叫"文明戏")0 <<亡同

恨》由朝鲜金先生导演，他亲自扮演剧中主角金校长。此剧共 10

幕，由"朝鲜内乱"起，到"志士成仁"止，内容异常感人。特别

是最后两幕:韩人受辱和校长就义，悲惨壮烈，观者元不流泪。《青

岛风云》是衡阳三师一位老师导演的，共九幕1.曹州教案 2. 中

德交涉 3. 日德战争 4. 中日交涉 5. 烈士投水 6. 欧洲和会;

7. 京校风潮 8. 学生受辱 9. 追悼烈士。全剧用山东问题的起因和

发展过程，揭露列强瓜分野心及卖国贼丧权辱国的行径，引起北京

爱同学生五四风潮，最后以追悼四烈士来表示中华儿女誓为烈士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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仇、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意志。这两个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，

一以近代历史事实为题材，一以现代史实为题材，感染力强，宣传

效果甚佳。我当f时被指定参加《青岛风云》巾的最后三幕的演出，

扮演参加北京五四游行最年轻的一名学生，手持上书"打倒卖国贼"

之小白旗由天安门到东交民苍外同公使馆，最后到赵家楼曹汝霖住

宅，从床底下将卖同贼章宗祥拖出来，大家拳打脚踢，我也用脚在

饰章宗祥的演员臀部踢了几下，并用小白旗在他的头上乱敲。接着

火起，北洋军警来抓人，我也是被抓的一个。剧中没有安排我说话，

只扬着小白旗随着高呼口号。这是我一生中初次上舞台，扮演五四

大示威游行中一名摇旗呐喊的角色。

7 月中旬以后，湘南学联讲演团分组俏同永州八县学生分赴各县

开展讲演宣传活动。有的人向东经铲子坪至宁远、新田;有的向南

经双牌至道县、江华;有的向西至东安;有的向北经怜水滩至祁阳。

我则被分配留校，每日仍继续上街宣传，有时参加检查仇货或演戏。

若遇落雨，则到商店或大公馆去宣传，劝店主、妇女等人勿买仇货，

也收到一定效果。如永州北门朱大人公馆和吕氏公馆，经过我们上

门宣传，有的年轻少奶奶和小姐，不但主动将房中日货拿出来请我

们焚毁，而且捐出首饰做悼念烈士和救济被捕同学之用。这种宣传

热潮持续到 9 月初开学。

湘南学联讲演团到永州还发动各学校先后成立十人团、学生会，

组织学生义勇军。零陵县各界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成立了各界联合会，

还有其他的救同闭体，如同货维持会就经常开展抵制仇货活动。 9 月

各校开学后，我们高等小学的学生都接受军事训练，每周增加两节

课，每班发 10 支木制步枪，从零陵镇守使请来一位军训教官，开始

逐人进行姿势教练，再到各班教练，最后又借来几支汉阳造真步枪，

实习打靶，每人打兰发子弹。到 1920 年军训教官就没再来了 O

(作者羊位:邵阳市政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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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唐克烈士

玲水滩倍多

唐楝华

我的父亲唐克烈士(原名唐绍尧，曾用过良智、哲夫、赵逸民

等名)， 1903 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湘水东岸曲河阳甸村， 1924 年加

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东征和北伐， 1930 年在龙外|起义中牺牲。

离"经"叛"道"

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，他幼年学习勤奋，读了几年私塾后，

人县立中学读书，后又考人长沙岳E.高巾，直到毕业。

父亲在学生时代，经常提出这类的问题:社会上为什么有官有

民?有富人又有穷人?同家为什么老是强大不起来?等等。有人认

为读书人说这种话是离经叛道。父亲说今天就得离经叛道，那种

不关心国家大事，不考虑老百姓死活的读书，是我所不取的。"

那时父亲怀着一副"侠义心肠常做些济因扶危的事，以助人

为乐。大约是在 1924 年春，他到长沙上学，途经零陵县城普爱医院

门口，看到一个青年躺在地上呻吟。他一打听，知道是个替老板驾

排木的徒工，因劳累加受寒而患重病，送医院治疗，可是没等病治

好，钱就用光了;老板又早已顺流而下走掉了，于是他被赶出医院。

父亲当即和一个过路的青年向医院交涉。院方回答"没钱不能住

院，这是医院的制度。"父亲愤慨地说这种制度是惨无人道的制

度!见死不救，还讲什么‘普爱， !纯粹是伪善!"他从带去读书的

十几元钱中拿出八元给病人交住院的费用。

父亲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，思想变化最大了 c 他在给家乡的塾

师唐花|菌先生的信中说每;有所感慨时局之不靖，痛杜会之污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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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水摊位委

时而北伐南征，时而此斗彼夺，民国虽十有二年，宪法尚未实施，

国会议员无异猪仔，摄政内阁不亚犬儿，以致光明灿烂之中华民国，

皆操之于几辈军阀之后……岂不悲哉!"这时他已痛切地觉察到，帝

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混战是社会动乱的根源。他还写下了这样

忧国忧民的诗句:

专制铲除建共和，爱国男儿热血多 O

齐义同登新世界，谁知室内又操戈 O

室内操戈南北分，连年战事总纷纭。

军阀自己争权力，不念国来不念群。

他通过阅读《新青年》、《觉悟》等进步书刊接触到一些马克思

主义理论。经过痛苦的探索，他终于改变了过去科学救国的想法，

在岳云中学毕业后，就投考了黄埔军校学习军事，走上了革命的

道路。

东征和北伐

1924 年夏，父亲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 O 不久，他寄给家

里一张照片。针对家人和亲友对他学习军事的不理解，他在照片背

后写了这样一段话:

"亲爱的工农啊!你们光眼看着自己的地位是如何的痛

苦，中国的军阀是如何的猖獗，我们再不武装起来，杀这

少数的军阀而救国内多数的人民，中国就要亡国了 O 我们

今天杀这少数敌人而救多数人，焉得谓不仁慈呢?"

他人军校不久，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军校毕业后，他参加讨

伐驻粤桂军军阀杨希闵、驻粤滇军军阀刘震寰和东征粤军军阀陈炯

明的战斗。

1925 年农历八月下旬，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3 师第 8 团

第 2 营第 5 连党代表。该连在东征中是攻打惠州的先锋之一。惠州

地势险要，陈炯明扬言，就是神兵也无法攻破。父亲在阵前表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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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冷水摊位穿

"一定要把惠州攻下来，不成功也得成仁!"早在出征前，父亲就把

自己的衣物连同一封家书寄回老家，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，照片上

写着"吾人当效马革裹尸之精神，以身殉同，革命元成誓不还! " 

家里接到这些东西，忧心如焚。可是过了几天又接到他来信告捷:

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政破了惠州。全家喜出望外。此后，父亲随军继

续东进，不到四个月，北伐军统一了广东。

1926 年下半年，父亲任北伐第 8 军第 4 师第 12 团政治指导员，

第 8 军在北伐中直驱长江，会师武汉 1926 年底，进驻湖北省北部

京汉线上的东重店一带。这时，他给家里寄了一首散文诗《题

"我吟，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:

去年的我是那样，

今天的我是这样，

明年的我又不知是怎样。

那样这样与怎样，

过去现在和将来，

都是一个我，

虽然我之形态有区别，

我之躯壳有差异，

但是我之思想，我之行动，

则始终如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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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 年初，蒋介石叛变已露端倪，父亲在自己编写的《团政治

讲义》中，告诉战士们，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打倒，新军阀又在抬头，

要大家提高警惕，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复杂局面。

1927 年 3 月中旬，父亲调任第 36 军第 2 师第 6 团政治指导员 O

第 36 军攻下东重店以北鄂豫交界处的武胜关，进入河南境内，一路

追击败逃的吴佩孚军队，连克{言阳、驻马店、课河，直捣郑州 O

正当这捷报频传之时，蒋介石突然叛变，到处捕杀中国共产党

人。第二师师长唐哲明传讯我父亲，问是不是共产党员。唐哲明白

称愿代为自首，并对父亲封官许愿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父亲断然否认

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拒绝了敌人的笼络。事后，他按照组织上的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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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故离职，回到武汉，在革命政府总指挥部警卫连任连长。这时，

他给家中寄回→张与两个战友合影的照片。照片上写着"走向光明

之路，昔者汉班超投笔从戎，志欲封侯万里，今吾辈则不然，抱努

力革命之牺牲精神，而求中同国家之自由平等，解全世界人类于倒

悬也。"这笔势疾健的 50 多个字，展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多么开

阔的胸怀啊!

急战龙州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，父亲奉命随警卫团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，

没有赶上，和几个同志去湘南参加秋收起义，也没有成功。 1928 年

春，父亲大腿生了一个毒瘤，躲在家里治病。他抓住时机，联络同

乡李义、陈子超、雷开桐、胡惠等人，强缴了蔡家埠河西团防局 16

支步枪，交给了党组织。县政府网此派清乡队来抓他，他便星夜出

走。此后，我们一家再没有见过他。

这次离家后，父亲辗转到了桂林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他到工

厂、作坊中去发动工人，准备搞城市暴动。为了在工人中扎根，他

挑水卖水，学蔑工和理发。后来，党组织委托他以《环球报》记者

的身份为掩护，去香港做地下工作。不久，他又被调回广西，派往

进驻南宁的广西省警备第 5 大队工作，其任务正是吁时他日夜想做

的一-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当时，党中央派邓小平、张云逸同志去广西革命根据地。以俞

作豫为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 5 大队平日以张È.Ì鱼为大队长的广西警备

第 4 大队，是广西我党领导下的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。 1929 年 9 月

底，第 4 大队等部队从南宁开赴右江百色，第 5 队开赴左江龙州，

分别准备起义。

父亲在去龙州途中，由于劳累，大腿上的毒瘤复发，组织上决

定他去香港就医。 1930 年 l 月下旬，组织上通知他回龙州参加起义 O

这时他毒瘤尚未痊愈，就立即动身，于几天内从香港赶回龙州，参

加了 2 月 1 R举行的起义。

龙州起义的当天，宣告了红八军的诞生。同日，在龙州成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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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江革命委员会。接着，左江地区卡个县成立了E农民主政府或革

命委员会。当时，右江地区早在年前 11 月 29 日就胜利地举行百色

起义，成立了红七军，建立了革命政权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扩大到

20 多个县的范围。两江政权立即开展反对帝国主义、买办资本家和

地方豪绅的斗争，并进行剿匪反霸，以巩固革命政权。

红七、八军总政委是邓斌(邓小平)，总指挥是李明瑞，红八军

军长是俞作豫，政治部主任是何世吕，总参谋是甘i甚泽。父亲被任

命为红八军顾问，不久又被派往红八军政治学校任大队长，甘港泽

兼该校政委。政治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下级军官。

1930 年 3 月 15 日，政治学校奉命去龙州 F冻发动农民群众，丈

量土地、分田分地。这时一位不速之客找我父亲，使我父亲很感意

外。原来这人就是当年他在零陵县普爱医院门口遇见的那位病危青

年。他坚决要求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工作。父亲便留他在身边作通

ìft员 O

政治学校在下冻只工作了几天， 18 日就接到军部命令，速返龙

州参加战斗。原来桂系军阀黄绍雄已发兵向龙州进攻，红八军因兵

力少而分散，计划向红七军靠拢。这时敌师长梁朝矶己指挥四个团

沿左江经崇善、雷平直扑而来，以三倍于我的兵力，从东、北、西

三面围攻龙州 O 当时在龙州的红军只有三个营和赤卫大队一千多人。

他们当即奋起迎敌，逐街逐巷地同敌人激战。经过多次战斗，敌人

尸横遍地，我军也伤亡很大。

政治学校学员从下冻返回龙州途中，不断受到土匪袭击。到达

龙州郊外的五里亭时，即和敌人遭遇，展开激战，形势不利，父亲

便率部避开敌人主力，绕道到城西公母山。经过几次冲杀，才进人

龙州城，在双风街大榕树下又同敌人血战一场。此时已是 18 日下午

5 时。城内我军伤亡过大，弹药将尽，决定弃城向凭祥方向撤退。而

这时政治学校还一直没有与军部取得联系，一百多学员，伤亡 70 多

人，经过商议，将余下的三、四十人分成三组，政委甘湛泽、大队

副张祖荫和我父亲各带一组，分别向西门黄家祠逼近，力图与城内

守军会合。敌军以两个排兵力迂回而来，在太山街遭遇，展开巷战。

父亲的通讯员就在此时牺牲了 c 父亲一组转移到南门，渡河到黄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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